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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济 南“跤城”印记
济南当年曾名列 “四 大跤城”之一，大观园跤场更跻身“全国四大跤场”
本报记者 董从哲 实习生 马威

摔跤可不是
“光膀子打架”

摔跤不仅有严格的

衣着和仪式要求，更注重武德

作为全国“四大
跤城”之一，济

南摔跤在近现
代史

上曾显赫一时
。然而，时过境迁

，当年的跤场现
在大

多已不复存在
，大家只能在大

观园等少数几
个地方可

以目睹这一传
统运动的风采

。

树木，作为一种
有生命的市政

设施，带给我们
的不仅仅是蔽

日的树

荫，更为我们带
来了舒适的环

境。尤其是一些
百年以上的古

木，更是见

证了我们这座
城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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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

说起济南，除了“泉城”外，很多江湖中人更乐意称它为“跤城”。自上世纪20

年代起，济南就与北京、天津、保定并称中国“四大跤城”，而有“济南霍元甲”美

誉的跤王刘学栋的抗日传奇故事至今仍为老济南们津津乐道。近日，记者专门

走访了济南的部分摔跤手和跤场，对济南“跤城”的印记进行了一番探寻。

南地区培养出很多摔跤高手，如江湖人
称北方跤坛上“四大金刚”的杨法武、法
仙洲、黄成玺、彭寿惠，还有在全国跤坛
上常胜不败、名扬大江南北的张孝太。

1928年，南京第一届国术国考，全国
几百名武林精英参加，3名济南武术、摔
跤、技击家名列金榜。1929年，杭州全国
第一次武术擂台赛，宛长胜、张孝才两名
济南武术名家金榜题名。后来在多次全
国摔跤大赛中，形成了以济南和北京、保
定、天津四地跤术家为主要对手、各有胜
负的鼎立局面，“四大跤城”由此而来，流
传至今。

大观园齐聚摔跤好手

跻身“全国四大跤场”

与“四大跤城”对应，北京的天桥跤
场、天津的南市跤场、保定的清真寺南街
跤场，还有济南的大观园跤场，并称“全
国四大跤场”。而济南的大观园跤场，正
是当年佟顺禄一手创立。
“佟顺禄因气功摔跤闻名，一百二十

斤的‘青龙偃月刀’是他的标志。”孙更生
告诉记者，“他最主要的贡献是将京跤传
到了济南。”据佟顺禄的次子佟志刚讲，
佟家是满族正蓝旗，祖上曾在晚清出过
武状元，做过大内侍卫，由于和善扑营多
有往来、时有切磋，也便成了摔跤高手。
其父自幼随父习武，少年摞地儿卖艺，闯
过关东，跑过青岛，最后辗转到了济南，
在大观园落脚谋生，卖艺养家，以武会

友，练武不辍。
“这里当年都是平房，跤场就设置在

现在的北大光明眼镜店的位置，后面还
有我父亲开的中药和跌打伤药铺子。”7
月27日下午，在大观园，佟志刚带记者查
看当年跤场的具体方位。“跤场四周放置
些观看用的凳子，中间留下空地进行表
演。原来地面都不是铺垫子，而是铺土掺
和黄河沙，过段时间就要将踩实的沙土
松松，防止硬化。”这些卖艺场子，都是表
演一场就会停下来敛钱，看客自愿掏钱
向场子中间抛去，钱多钱少无所谓。佟志
刚回忆，每次敛完钱后，父亲都会按人头
和徒弟们均分。

除了佟顺禄，从大观园跤场摔出的
名家，还有孙更生的师傅谭树森。佟顺禄
以武会友，济南人谭树森与之意气相投，
遂鼎力相助拉场卖艺兼卖药，后来接了
大观园跤场。

当年跤场有十多处

如今多数已不在

据孙更生介绍，除了大观园外，当年
济南的跤场还有十多处，“像西市场、人
民商场的土山、回民小区的国货商场中
间的空地，还有南岗子，当年都是跤场。”
不过，南岗子的跤场不同于大观园，前者
是场子不变人变，后者则是场子不变人
也不变。所以，在南岗子演出的单位和人
员不是固定的，多数情况下是靠演出混
饭吃的外地来济人员，演出更显粗犷和

新鲜。
数十年过去了，如今大多数跤场早

已不在，但也有一部分像大观园这样比
较有名的保留了下来。每逢过年过节，或
大观园庙会期间，大观园都会组织一些
摔跤表演供市民观赏。此外，据孙更生
讲，他的同门刘庆海在谷庄也开了一家
新跤场，英雄山、千佛山等地偶尔也会有
临时的摔跤表演。

说起摔跤，在很多人的印
象中可能就是“光膀子打架”。
其实，在外国摔跤被认为是继
马术之后的“第二绅士运动”。
在咱中国，摔跤更是一种源于
皇宫的“贵族运动”，是一种非
常讲究、非常文明，融对抗性
与表演性于一体的运动。
“摔跤时衣着要求严格，表演

者要穿跤衣、跤靴，很是正规。”据
济南市中国式摔跤协会副会长
孙更生介绍，摔跤有满清皇家表
演的传统，包含了很多中国文化
含蓄、谦逊、礼让为先、点到为止
的底蕴素养。他强调，在比赛过程
中，一定要讲究武德，首先是损
招、阴招不能用，其次是掌握手
法，手法不同，效果不同。“教武先
教德”，这是老一辈招收徒弟的前
提。佟顺禄就经常告诫他的弟子，
“上场如猛虎，下场如绵羊”，始终
保持着谦虚谨慎，永远记住“人外
有人，山外有山”。

佟顺禄的次子佟志刚向记
者介绍，在清朝，摔跤者要穿特
制的褡裢（短上衣），系腰带，穿
长裤，衣、带可以抓，全身可以握
抱，但不许抓裤子，不许击打，不

许使用反关节动作，三点着地
（两脚加一手一膝着地）即为失
败。评判胜负，遵循着“摔地即
赢，点到为止”的原则。

据佟志刚讲，当年卖艺与卖
药的双重收入，于平常人家，将
会是比较殷实的生活，但是对于
佟顺禄等江湖人家却很难说。
“咱家要会过，整个大观园也买
下来了。”佟志刚回忆了父亲曾
经说过的这句话。家无余钱不攒
钱，下雨不卖艺就无钱，吃饭赊
馒头，这就是佟志刚小时候的生
活，“收入多，花得也多！”首先是
江湖义气，朋友多，按照江湖规
矩，朋友登门要管吃管住，临走
还要送盘缠，彼此之间无私相
助。其次，乐善好施，不管左邻右
舍，还是萍水相逢，遇人有难总
是尽力帮忙。佟志刚总结说：“就
是不把钱当钱。”除此之外，同
行和朋友走江湖到济南，佟顺
禄宁愿几天不上场，也要把场
子给朋友卖艺挣钱养家糊口。
在佟家的老宅中，两间挨着的
内室是后来用墙隔开的，当年打
通的时候就是来往朋友入住的
地方，宽阔敞亮。

摔跤在晚清之前

可是贵族运动

摔跤，中国最古老的体育项目之一。历史
上最早称为觳抵，以后又称角抵、手搏、相扑、
角力。中国的摔跤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
开始发展。到了清朝，尚武的满族皇帝尤其喜
爱摔跤，将之发展为一项贵族运动，在宫里设
立善扑营，并严禁民间人士再习练摔跤。

直到晚清，皇家权威逐渐丧失，摔跤这项
运动才开始在民间解禁，同时，一批宫里的跤
手、名医以及养蝈蝈的、说相声的之类高手为
了养家糊口，只得走入民间，带动了全国很多
行当迅猛发展，济南一代名跤师佟顺禄就是
此时走出了北京。
“过去不分门派，一个名跤手传的人多

了，就讲究起了师承关系。招式上的区别，也
多是练法不同，就是基本功不同，动作都基本
一样。”7月27日下午，济南市中国式摔跤协会
副会长孙更生向记者介绍。所以，不管是佟顺
禄的“京跤”还是马清宗的“济南跤”，都大同
小异，没多少区别。同样，老一辈的跤师也基
本无门户之别，就像佟顺禄所践行的：以武会
友、以德服人。

全国比赛屡屡获奖

济南名列“四大跤城”

因近京津，济南摔跤发展迅猛。1915年，
保定摔跤宗师张风岩、沧州“铁拐子”王振山
等摔跤名家曾齐聚济南，传授摔跤法式，为济

蛤

上世纪30年代，佟顺禄在练武（底座蹬重者为佟顺禄）。

佟顺禄当年练武用的石杠铃今仍在。 本报记者 董从哲 摄

现在大观园每年都会举行摔跤表演。（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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